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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 要] 本文介绍了用热箱标定法进行热流系数标定的试验过程,分析了影响热流系数标定结果的若干因素,并对幕墙传热

系数检测误差进行了分析,为工程试验检测提供相关参考。节能是当今社会永恒的主题,节能产品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青睐。随

着我国幕墙门窗行业正蓬勃发展,我国建筑节能行业的迫切需求,以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推荐,建筑节能标准相继推出并实施,节

能幕墙开始盛行；越来越多的城市采用节能幕墙建筑并广泛得到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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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 

目前市场上大力推广的“绿色幕墙、生态幕墙”的一项

重要的性能指标——保温性能,对于现阶段建筑节能设计标

准的要求至关重要。依据《建筑门窗幕墙热工性能计算规程》

(JGJ/T151-2008)和《建筑幕墙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》

(GB/T29043-2012)进行的实验室检测均采用标定热箱法。热

室箱外壁的热流系数以及安装用试件框的热流系数在整个传

热过程中作为已知条件,是幕墙传热系数K值的准确检测的前

提和基础,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根据标准规定,热流系数需

要每年进行一次定期标定,下文给出作者对热流系数测定的

分析工作。 

2 试验情况概述 

2.1试验条件 

热流系数标定试验如是条件允许宜一年进行标定一次。

遇设备箱体内部构造以及尺寸等发生变化是也必须进行重

新标定后投入使用。 

整个标定试验需要分为两次试验来完成,试验宜按照

GB/T8484-2008附录A进行。基于标准要求,两次试验的环境

温度的温差绝对值应大于9.0K,与热室相对温差需大于4.5K,

因此宜选择在28℃和14℃。附近。 

2.2试验标准试样 

试验用标准试样选择采用经过检测过热导率的聚笨乙烯

泡沫塑料板,保证其材质均 、不透气、热工性能稳定。本试

验中所采用的标准板厚度为100mm,热导率为0.34W/(M2.K).

密度大于20kg/m3。 

2.3实验过程 

同传热系数的检测方法一致,同样基于稳定传热原理的基

础进行试验。传热系数检测设备安装洞口尺寸3600mm*4200mm。

使用同样大小的标准试样对洞口进行封堵,标准试样的缝隙

以及与安装框周边的缝隙用耐候胶进行密封。并同时对试验

用的巡检仪,功率表,热电阻,空气点进行详细检查其示值是

否正常显示正常。检查完毕后对在标准试样的两表面分别均

布置9个热电阻。 

标定试验通过改变环境温度,来测试两种不同工况下热

室外壁和安装试件框的热损失。当试验过程中的热传递过程

稳定之后,每30min采集一次有关参数的测量值,共采集6次,

采用这6次相关参数的测量值得平均值按照标准提供的方程

式求解出相对应的热流系数。测量参数如附图一图二： 

 
图一  第一次试验(14℃)测量参数 

 

图二  第二次试验(28℃)测量参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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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验数据相关参数采集如下表： 

基 本 信 息

标定项目 热箱壁热流系数 1M
试件框热流系数 2M

填料面积 S(m2) 15.12 填料热导∧ (W/(m2· K )) 0.34

洞口尺寸(m) 3.6×4.2 洞口面积(m2) 15.12

标准试件材料 聚苯板 型号规格 100mm 厚

气压值(kPa) 102.4 空气湿度 (%) 19

检测仪器 TF0109 有效期：2019.11.04

电暖气加热功率 0Q (W) 347.52 电暖气加热功率 0Q
′ (W) 158.47

热室补热功率 1Q (W) / 热室补热功率 1Q
′ (W) /

热室风机功率 2Q (W) 9.65 热室风机功率 2Q
′ (W) 10.02

加热功率Q (= 0Q + 1Q + 2Q )(W) 357.15 加热功率Q (= 0Q
′ + 1Q

′ + 2Q
′ )(W) 168.49

热室内外表面温差 1θΔ (℃) 5.73 热室内外表面温差 1θ ′Δ (℃) 6.87

试件框冷热侧温差 2θΔ (℃) 38.65 试件框冷热侧温差 2θ ′Δ (℃) 37.76

标准试件两侧温差 3θΔ (℃) 38.64 标准试件两侧温差 3θ ′Δ (℃) 38.72
 

将两次试验中所采集的测量参数代入以下方程式进行

求解出热室外壁的热流系数M1和试件框的热流系数M2. 

计算方程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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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试验结果分析 

据以上数据计算所得此次标定M1=14.87w/k；M2=1.96w/k。

以往标定数据相对比,存在一定的差异,列举同一组试验数

据根据传热系数计算公式进行分析,不同热流系数对结果的

影响如下： 

 

 

 

 

根据计算结果和图示分析,热流系数不准确对实际工程

试验中传热系数结果有一定的影响,所以首先必须确保热流

系数的准确性。那么根据试验中的具体情况,对结果产生一

定影响的因素大致总结有以下几点：

3.1人员操作

不同试验安装人员在施工时会有操作偏差,比如密封时

选用的是何种材料进行填缝,发泡剂还是耐候胶,填缝处理

的好坏等直接会对试验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。

3.2密封材料

试验使用不同厚度或是相同厚度不同生产单位,也或是

不同生产批次的聚笨乙烯泡沫塑料板,与之相对应的热导率

不同,则标定出的结果就不相同；因为试验时密封面积较大

大,此部分苯板热导率的准确度对试验有不着不小的影响。

为避免产生偏差,所以具体工程试验宜采用标定过热导率且

热流系数标定时使用过的聚苯板来进行密封。

3.3试件框物理性质的改变

试件框的主要材质为木材,木材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以

及温湿度的长期影响,它的物理性质会有所改变,隔热性能

相应会有所变化,对试验结果有所影响。

3.4个别温度测点的偏差

整个保温设备一共200-300个铂电阻,巡检仪串口有限,

大部分温度点是通过多个铂电阻串联来实现,试验前需对所

有通道进行电阻值的核查,保证温度点偏差在标准允许范围

之内。

3.5功率表偏差

试验设备用功率表每一年度均进行计量校准,但还是存

在一定的不确定度。所以在标定过程中需确保功率表的稳定

状态。

4 结论

根据试验分析,热流系数标定试验可以确保传热系数检

测值的准确性,对具体工程的试验室传热系数检测具有实际

指导意义。功率表和温度点的稳定是试验前提；标定时候用

的密封板和做实验时的密封板,应该用同一厂家同一批次,

减少密封板传递热量的误差；尽可能减少人员操作误差,密

封板的密封质量应得到保证；安装过程应尽可能模拟标定实

验时状态,用试件取代部分密封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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